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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先 生 教 学 

 

汾阳的东北境是大山区，号为头、二、三道川，清代时属王民里。三道川里有个王家社，

离县城八十里，全村也就三二十户人家。这地方由于太偏僻，因此识文断字的人极少，为了

让后代人能有点文化，能写一写算一算，村里的几家人凑钱请了个先生，为八九个孩子上课。 

这地方离文水县城比汾阳近一半路程，请来的先生姓胡，是文水人，年纪有五十出头，

从小读过几天私塾，能认得千把来字，可以算作一个粗通文字的人。这要在城里，别说是当

教书先生，连账房先生也当不了，可物以稀为贵，到了大山里那就是受人高看的文化人了。

当然，除了这黑老沉山里，人家谁请他当教书先生?教室安在一间土窑洞里，连桌子也没有

一张，学生们也没课本，是坐在小板凳上听课。第一堂课胡先生教数字，内容是“一二三”。

山里的孩子们从小只知道放牛放羊，冷不丁叫坐下来学文化，一个个都是先学后忘，教了三

天，“一二三”还难以顺顺当当地写出来，要说笨，确实也够笨的了。孩子们回家，有的家

长就问今天学了什么，一连三天，孩子们都说是“一二三”。有的家长就不高兴了，心想，

我们花上钱雇上你，怎么天天都是“一二三”，这还能学下个文化?于是，有的家长就对孩子

说：“你明天到了学堂里告你们老师，就说我爹说了，‘一二三’那敢是书?”第二天，这家

的孩子把父亲的话转告了老师，胡先生听后对学生说：“你回去告诉你爹，‘一二三’不是输

难道是赢?”原来，胡先生过去好赌，他把学生说的“一二三”，以为是学生的父亲托孩子问

输赢的事。这种数点点的赌博方式是丢色儿，“色儿”就是骰子，小四方体，六个面上有点

数，从一到六。丢色儿时用一个大海碗和六颗色儿，庄家把六颗色儿抓起来往大海碗里丢撒，

“色儿”的点数必须有三颗是一样的点，这才能以另外三颗“色儿”的点数计输赢。若非三

颗“色儿”的点数相同，则这一盘无效，再重新开盘。“一二三”是最小的点数，当然只能

是输。赌场上有顺口溜云：“家中紧用钱，一丢一个一二三。”意思是事与愿违。 

其实，别看胡先生文化不高，可他在教学生认字时很会用启发式。比如教狗字，他首先

把狗字写在黑板上，随后就问学生：“你们家看门的是什么?”学生们回答说是狗。胡先生就

指着黑板上的字说这就是狗字，领着学生们高声念十来遍。然后他又写下一个“咬”字，对

学生们说：“你们家的狗在朝生人汪汪的时候，那是在做甚哩?”学生们说是在咬哩。胡先生

下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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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高兴地对学生们说：“答得好，黑板上的这个字就是咬字。”于是学生们跟上他一遍一遍

地念了起来。 

在胡先生的教育下，这几个山里的孩子认下不少的字，家长们也都高兴了，觉得这个先

生请得不赖。这天上了课后，胡先生还是用启发式来教学生们认被子的“被”字。他 

先抽起一个学生问道：“你家的炕上铺着什么?” 

学生回答：“垫席。” 

他继续提问：“垫席上面是甚哩?” 

学生又答：“毡子。” 

“毡子上面是甚哩?” 

“油布”。 

“油布上面哩?” 

“褥子。” 

“褥子上面哩?” 

“俺妈。” 

“你妈上面哩?” 

“俺爹。” 

“你爹上面哩?” 

学生说甚也没啦了。胡先生原本以为问到褥子上面时，学生肯定会回答是被子，没想到

问到最后还没问出被子来，只好硬着头皮问学生说：“哪你爹身上的被子哩?” 

学生回答说：“给俺爹蹬到一壁子了。” 

学生们“轰”地笑了，胡先生也笑了，这笑声飞出了土窑洞的门窗，飘散在四周的山坡

上、沟谷里…… 

 

丑 妻 

俗话说“丑妻是一宝”。言外之意是老婆丑了没人谋，连自己也会因妻丑而减少房事；

于家庭落得安然，于自己落得康健。然而，以此谓“丑妻是一宝”未免有点牵强，而这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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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的这位丑妻可真是一宝，因为她有旺夫命。 

以前，“男尊女卑”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男人娶了女人，若是发达了，便说自己有本

事；若是破败了，便说女人是妨主脑；若是命归西天，便说女人是克夫命。女人成了折恶水

的圪洞，也就是倒污水的坑。其实，一个家庭的兴衰，主要看当男人的蹬打劲哩，男主外，

女主内嘛。 

有个丑女，丑得让人一看就皱眉头，那眉眉眼眼也不知当爹妈的是怎作造得，没一样是

顺眼的。媒人给丑女说了不少的对象，都没弄成，有粗野的后生竟然说怕见了她圪唷得吐下

哩。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家寒娶不起妻，有媒人给他说丑女，并劝他说你娶过来吧，再不

娶，一滑过四十就没人嫁了，将来能不能娶过个后公婆娘还是两说说。这男人虽然听说丑女

丑得让人不好活哩，可谁怨自己是个穷鬼哩，只好点头应承。丑女过门后，虽说不受男人的

待见，可人家勤快，又喂鸡又养猪，结果是做甚甚兆，弄甚甚好，甚至有不明来路的野牛犊

子跑进了他家，撵也不走，也打听不到丢牛的人家。有好几回，这家的男人走路就拾见了银

元宝，你说走运不走运。 娶过丑女的第二年，这家男人想置一挂大车，为的是拉运方便，

可家中的钱不够，男人有点犯愁，想出去筹借点。丑妻对男人说：“不用出去了，借钱难哩，

咱自家想法子吧。甚不甚你先给我用铁瓢从水瓮里舀上一瓢水，放到院里的香台上吧，我 

有用哩。” 男人不知丑妻要一瓢凉水干啥，人家这样说了，他也就照办了，随后见丑妻

在香台上的香炉里插了三炷燃着的香。这家男人吃了早饭后，丑妻叫他把放在香台上的铁瓢

拿回来，说舀水要用哩。当他把铁瓢往起一拿时，觉得重沉沉的，一看，水凝固住了。他很

纳闷，这大热天的，水怎么冻住了?赶紧拿给丑妻去看。丑妻接过铁瓢，反过来在案板上嘣

嘣磕了两下，铁瓢里凝固了的东西脱了出来，丑妻告他说，这是个银秃子，足够你置大车买

牲口了。 

几年后，这家成了村中的财主，家财丰厚，派头十足，宅院里有了捶敲洗涮的、揩抹打

扫的、烧水做饭的…… 

旧日，人们在眼红有钱人的生活时，有顺口溜云：“吃饭是鸡蛋糖饼儿，睡觉是蚊帐凉

席儿，怀里有大姐儿二姐儿。”这家男人甚也蔚贴好活了，可怀里还缺少大姐儿二姐儿，心

里很不是滋味。他对丑妻越看越不顺眼了，于是以不生养为由，一纸把丑妻休了。丑妻也不

哭也不闹，平平静静离开了他家的大门，临走只带走了一包随身的衣服。这家男人随即娶了

大小两个老婆。可自休了丑妻后，他做甚甚不顺，干甚甚倒运。地里的庄稼，冰雹只打他家

的，打得颗粒无收；牲口是倒在地上“卜俩卜俩”就死了，你说怪不怪? 

这年夏天，天上干打雷不下雨，一道闪电下来，他家竟然着了天火，风助火势，全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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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灰烬。反正他家是倒运事一桩接一桩，最后在买卖上又受了人家的骗，全部家产荡然无

存，大老婆二老婆早已卷上私房钱回了娘家，他沦为了叫化子。人们都骂他不受屈，活该，

谁怨他要坏了良心哩。丑妻离开他家后，又嫁了外村的一个穷汉，结果不出三年就发达兴旺

了。这家的男人心好，对丑妻很体贴，是好两口子。 

一天，丑妻在自家的家门口，看见了沿街乞讨的前夫，也就是那个没良心男人。丑妻就

把前夫唤到自家的宅院里，好吃好喝待拢了他，又给他换了衣裳，临走时，眼里含着泪给他

包了五六个窝窝头，并把他送出街门。一日的夫妻百日的恩。丑妻的这种很念旧情的举动，

虽然让她的前夫也感到了懊悔与惭愧，可当他提着包窝头的笼布，走了一段路后，心中开始

升起一股怨恨。哼!不说给我包上些银元宝，给我包的是窝子头，这东西我到谁家叫化不来?

就是包上些白面馍头也算哩，这不是明白的寒碜小看我吗?我敢天生是吃窝子的口?他越想越

恼火，见对面过来两条狗，于是，恶作剧地把窝头一个一个地往空中抛，看两狗争食，为抢

夺窝头而龇牙咧嘴地打架。当他手中留下最后一个窝头时，突然想起今天的晚饭还没着落，

便重新包好带在身上。 

傍晚，他回了破庙里，肚子又饿了，他想起了那个窝头，取出来一咬，硬邦邦的啃不动，

顿觉窝头变得很沉重，仔细一看，这哪里是窝头，而是一个金元宝,丑妻的前夫顿时流下了

忏悔的泪水。此后，他用这个金元宝在镇子上开了一个像样的杂货铺，又娶了妻室，还生 

了儿女。他明白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元配丑妻给他的，因此，常常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去

丑妻家探望，叫孩子们认丑妻作了大妈。 

 

吃 饱 了 撑 的 

 

骨瘦如柴的财主，独眼眼地看着新招来的一个身高马大的长工，在狼吞虎咽地吃饭，窝

头吃了一个又一个，咸菜吃了一碟又一碟，稀饭喝了一碗又一碗。财主心里很高兴，还不住

地点头说：“行，行，还行，这饭量还行……”财主夸奖长工能吃饭，这不是太阳从西边出

来了?不，这个财主真还是要雇个吃多的长工哩，吃少的他还不要哩，他的理论是能吃就能

干，一人能顶俩。这个瘦财主是在总结了以前用工的经验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以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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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挑饭量小的人用，害怕用上吃多的人吃亏哩。可他发现，那些用上能吃的雇工人家，表

面上看好像吃了亏，实际上是逮便宜哩。饭量大的人，的确比饭量小的人劲大，干活也多。

有些活计，劲大的人能干，而劲小的人就干不了，还得加人哩。他思谋，我如果雇上一个饭 

量特大的长工，就算他一个人吃上三个人的饭，可至少他能顶两个人干活，这样下来，

虽说多耗了些粮食，可省了一个人的工钱，算总账还是赚了。正是由于这样算计，财主才决

心招雇一个大肚汉，而且越是能吃越是受欢迎。 这个长工以惊人的饭量吃饱喝足后，财主

要他去锄高粱地。长工索要两把大锄，说一把不够用，财主以为他是一手执一锄，左右开弓

地干哩，便高高兴兴地把锄头交给他，眼看着长工扛上两把锄头，打着饱嗝慢悠悠地走了。

长工上地大约有一个时辰后，财主出去看长工干下的活计，按行话叫监工。财主到了地头时，

见长工正一个胳间窝里撑着一把锄头，在那里站着哩，一看庄稼地，连一垅也没锄。财主火

了，大声吼道：“你为什么不干活?”长工很难为情地说：“东家，不是我不想干活，是你非

要雇吃多的长工，我只好往死里撑，吃饱撑得不能干活了。”“吃饱了撑的?”财主奇怪得把

眼睁了有铃铛大。 

 

豆 腐 老 汉 

 

“豆腐老汉”不算太老，离六十岁还差好几年哩，因长年做豆腐，辛苦劳累，腰弯得早，

人老相，因此不到五十岁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他老婆死得早，有个女儿已出嫁多年，隔十天

半月回来给他洗涮缝补一次。老汉成天做豆腐卖豆腐，走村串街，出出进进，活得挺精神，

人缘也很好。 

做豆腐挣的是辛苦钱，虽说世人有“一斤豆腐十二两水，糊油圪卤瞎日鬼”的说法，但

想要做出好豆腐，除过点豆腐的技术外，非真工实料不可，非纯黄豆或白黑豆不可，一掺榨

过油的豆饼就会直接影响豆腐的质量。 

豆腐老汉每晚是先做豆腐后睡觉，因此忙到差不多是半夜才能上炕。头道工序是人推石

硙，磨泡软了的豆子，这是以人代牲口的苦重活计。这天晚上他正在油灯下推磨，忽然从门

外进来个人，朝他笑了一下后，什么话也没说，埋头帮他推起石硙来。这人是个生人，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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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纪，豆腐老汉以为是要来买豆腐，心想，今日的豆腐已经卖完，明日的豆腐到天明时

才能压出来，这阵儿来不是白跑?想问问对方从何而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一是豆腐

老汉平常就言短，二是觉得多嘴多舌的不合适，何况人家还帮你干活，干就干吧，有个帮手

不苦轻些? 

由于豆腐老汉的生产量不大，每天只做两板子豆腐，大约有半个多时辰，豆子就磨完了，

那人朝豆腐老汉笑了一面后走了，并没说要买豆腐。豆腐老汉心想，明天早晨他来买豆腐时，

得多给称上一块，补谢人家一下。 

第二天早上这人没来，可晚上正是他磨豆子时又来了，还是进门对他一笑，插手就上了

磨杆干活，同他一圈一圈打转转。这期间，豆腐老汉和这人说话，可对方没反应，问了几次

后，豆腐老汉觉得这是个哑巴，不会说话。这人临走时，豆腐老汉用手比划着叫他明 

天早晨来取豆腐，对方依然是一笑而离去。 

此后，这人每晚必来，磨完豆子即走，不吃不喝，也不来取豆腐。十来天过后，豆腐老

汉觉着有点不对劲。这是哪个村里的人?为什么要帮他磨豆腐?他隐隐觉得事有蹊跷，不可言

传，千万不敢得罪这位不速之客。当然，他心里倒是平平的，没什么怕头，他觉得自己从没

做过亏心事，因此也就不怕半夜鬼敲门。豆腐老汉已经觉察出这是个鬼了。 

豆腐老汉全当没事似的每日卖他的豆腐，由于有鬼打帮，他苦轻了许多，精神显得更好

了，做买卖也更厚道了。 

就这样，整整过了一冬又一春，到麦收时节的一个夏夜，那个帮他推磨的中年汉子，在

磨完豆腐后突然开口说话了，把豆腐老汉吓了一跳。中年汉子说：“从明晚起，我就不能帮

你磨豆腐了，咱们今晚喝上几盅酒吧，相处了一回哩，算是讨扰你了。”豆腐老汉高兴地说：

“这说到哪里去了?你帮我磨了这来时的豆腐，难得今晚愿意同我吃点喝点。今天正好有买

回来的熟牛肉，我再炒两个菜，手到擒来，你坐下稍候。”酒菜上桌，豆腐老汉问说你为何

明晚不来了，中年汉子说；“不瞒相说，我是个屈死鬼，原先是溺水而亡。我想早些投胎转

生，就寻到了掌生死簿的判官名下，他说你每晚偷偷到人间去做善事，只消熬过一冬一春，

便可提前转世。我见你每晚亮着灯干活，便来帮忙，现在工期已到，明天有个落水的替死鬼

到阴间，我的出头之日到了，就要转生去了。”豆腐老汉叹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看来

阴间也是如此。” 

第二天，豆腐老汉依然是早饭后便推上推车出去卖豆腐，一上午把豆腐卖完后，推着空

推车回家，每天几乎都是正当午时路过回村的一座石桥。桥下是一条不小的河，水流得虽然

缓慢，但有一人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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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快走到桥头时，见前面有一个刚走上桥顶的男人，头上戴着的一顶新草帽，被一股

大风吹落到河里，那人赶紧从桥的那一端跑下去，沿着河堤去追水中漂游的草帽。追了不长

一段，草帽漂到了堤岸边，那人脱了鞋袜挽起裤腿下堤去取。正当那人即将把草帽拿在手中

时，草帽又开始往河心里漂动，那人不甘心，大探着身子去拿，谁知脚下的淤泥一滑，一 

头栽入水中……豆腐老汉见状，撂下推车就去搭救，还好，老汉从年轻时就会耍水，总

算把那人拖到了河岸边。由于救助及时，那人虽喝了几口水，但还清醒着，爬在那里休息了

一会儿后就能坐起身来了。那人是个中年庄稼汉，千恩万谢地走了。这天晚上，老汉正磨豆

腐时，帮他推磨的鬼又来了。一进门不再朝他笑了，而是恼恨恨地对他说：“你这人也太不

够意思了，我帮你磨了这些天的豆腐，好不容易有了个替死鬼，熬到转生的机会，可你却把

那个替死鬼救活了，坏了我的好事。”豆腐老汉“哗”地想起了这个屈死鬼昨晚的酒后真言，

他顿时觉得自己闯了大祸，实在对不起这个帮他干了一冬又一春苦累活计的屈死鬼。面对人

家的质问，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唉了一声，抱头蹲在地上。屈死鬼哭泣着继续兴师问

罪道：“你说话呀，你为什么图恩不报反为仇，非要坏我的好事哩?”面对屈死鬼的追问，豆

腐老汉哭神神地答道：“我……我一时心急就忘了你昨夜说的话，况且，我……我不能见死

不救呀。”这句话说出来后，屈死鬼不哭了，他竟然慢慢地走到磨杆前，默默地又推起石磨

来。你道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屈死鬼在想：我当初落水后，要是能遇上这么个好心人那该多

好。还是帮他干活吧，只要是做好事，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老 婆 老 婆 快 开 门 

 

古时，一个小山村里有一户人家，女人死得早，留下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男人又当爹

又当妈，好不容易把孩子们拉扯成人，父子仨又种地、又打柴、又打猎，没明没黑地苦受终

于给大儿子娶了媳妇。按说，全家人理应在一起，为给老二娶媳妇而同心协力地干，谁知这

媳妇是个贪心不足的人，什么东西也往自己的屋里搂，老嫌这家穷，常把老大骂抬不起头来。 

老汉家寻思，与其闹不到一块儿，还不如趁早散伙，兄弟间成了仇人就不好办了，于是

给兄弟二人分了家产，自己随二儿子一起生活。老汉家虽说也只五十多岁，但受了大半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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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口罪，咳嗽气短，腰腿疼痛，浑身都是毛病，把二儿子拖累得够呛，更不用说娶媳妇的事

了。二儿子是个孝子，对老人扶起扶坐，熬药伺候，还经常对唉声叹气的父亲开导劝说，老

汉家越发觉得对不住二儿子，有时居然恨自己为何不死，好给二儿子少个累赘。 

老汉家有几次把麻绳扔上野地里的树杈间，想寻无常短见一走了之，但绳套往脖子上一

搁，心里就下了软蛋。寻思，自个儿老也老了，干得是个甚事哩。自己死倒容易，可这样一 

死，二儿子怎么活人？外人会怎么看他？还怎么娶媳妇？思来想去这条道走不得，只好

随 

分从时地打发日子。老二有一块地在山洼里，种着糜黍，因是洼地，太阳晒着的时间短，

因此庄稼成熟得迟，为防止野雀儿来扇啄，每天都得去照看，不然，穗头上最后就光剩个扎

笤帚的卜篱子了。 

每天，老二都是天色大黑了，野雀儿不见了踪影才往回走，这天他走着走着，见前面有

一团亮光。这条路他很熟，知那光亮是从一座小山神庙里发出的，这种情况以往也见过，有

时不知什么人，会在山神庙里点两支蜡烛，上几炷香及少许供品。他走近时从窗外朝里一看，

哈，里面有四个人正围着供桌吃喝，细一看全都是生面孔，满桌子的盘盘碟碟，酒酒肉肉。 

老二在地里照看了一天庄稼，也就干啃了两个窝窝头，肚子早饿得瘪塌塌的，忽然闻到

酒肉的香气，馋得直流口水，于是，他把身子背在山神庙的窗口处，想等人家们吃喝完毕离

开后，进去吃一些残羹剩饭。他在外面等着，心里又觉得很纳闷，咦？这是从哪里来的人，

要到哪里去?为何要在这荒郊野外聚会吃喝？热腾腾的饭菜是怎来的？总不能是现炒现做的

吧？山神庙里哪来的火灶？他觉得很是纳闷。又偷看了一阵子后，他的纳闷变成了惊奇，他

见那些人想吃什么，就将桌子上的一个不大的葫芦拿在手中，口中念念有词地一摇，吃的东

西便出现在桌子上。又等了好一阵子，还不见人家们有散席的意思，老二实在耐不住了，心

想，若是回得太晚，一定会把老父亲急坏，不如向人家们讨点吃的，早点离开此地，于是厚

着脸皮从庙门上撞了进去。庙门“忽隆”一开，把桌前四个吃喝的人惊得同时尖叫一声，眨

眼间都不见了踪影，山神庙里光剩下老二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地上。他觉得很难堪，像做错什

么事似的搓着双手，想向人家们道歉，可走出庙门朝外看了看，四下里黑漆漆的，既不见人

影也听不到一点儿动静。 

老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东西，心想若有个大瓷盆，能将这些好吃的东西都倒上，

就能端回去给老父亲吃，心里这样想，嘴里也这样说，学着人家刚才的样子，把桌上的葫芦

拿起来摇了摇，喏！桌上果真出现了一个黑釉子瓷盆。他高兴极了，把肉菜都倒上后，转身

就走，走了几步却又回过身来，将桌上的葫芦揣进怀里。他倒不是想要人家们的东西，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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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这里被别人拿上走了，打算明天顺路过来时还给人家就是了，也好当面道个谢。 

晚上回家后，老二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父亲毕竟年岁大了，经见得多了，老人

把葫芦拿在手里端详了好大一阵子，缓缓对二儿子说：“孩子，这东西咱可千万不能留，明

天一早你别管山神庙里有人没人，一定要端端正正地把这东西放到供桌上。爹告你说吧，这

可是小财神们的宝葫芦，小财神就是毛鬼神，报复心可重哩，真要是得罪了他们，非叫 

你家败人亡不可。”老二说：“爹，我明天一定照你说的办，可这宝贝咱就不能用一用？

拣当紧的东西要上它一两桩？”他爹想了想说：“孩子，小财神们把宝葫芦没带走，是因为

你是个孝子，想帮咱父子们一把哩，你说吧，想要甚哩。”老二不假思索地答道：“爹，我想

要个贤惠媳妇，好给咱父子们管家。”老汉家笑了笑，随即洗手焚香，口中念念有词，意思

是小财神们千万别怪罪俺孩子，若是能有个好儿媳进门，一切罪责由他承担。尔后，他把宝

葫芦在手中轻摇了几下。这时，只听得门外传来清晰的敲门声，老二赶紧过去把门打开，门

口站着一位羞羞答答的村姑，父子俩赶紧迎进屋里。 

第二天一大早，老二媳妇用宝葫芦摇了三间瓦房、一头牛、一头驴，还有一些农具和种

子。老二在去庄稼地的路上，把宝葫芦送到了山神庙的供桌上，还朝山神爷磕了三头。没几

天，老二用宝葫芦娶媳妇、起瓦房的事在山村中传开了，老大急灵灵地跑来问究 

竟，老二如实说了前后经过。老大眼瞅着老二的新瓦房与好看的媳妇，心中妒火中烧。

他心 

里直骂老二是个戳屄脑、蠢尸求墩，得了宝葫芦，不说是要金元宝、银元宝，要的是牲

口和 

种子。有了钱什么买不来，还用在这穷山沟里窝着？于是，老大便死活要替老二去照看

山洼里的庄稼地，想交一回和老二一样的好运气。一连照看了五天，晚上回来啥动静也没有，

老大泄了气，不想再去了，被贪财的老婆骂了一通后才又起了身。路上，老大恼恨恨地咒骂

起自己的老婆来：“日你祖宗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儿的尸求势样儿，你比那老母猪能强

多少？真是人倒扯尸求蛋，说话老往人头上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受这臭婆娘的龌龊

气，等老子得了宝葫芦，头一桩就要她两个俊俏女子，非把狗日的母夜叉气死不可。” 

这天晚上往回走时，远远看见山神庙里明晃晃的 ，他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赶过去，探着

脑袋从窗外一看，真有四个人坐在供桌前吃喝，那个宝葫芦直挺挺地竖在桌上。老大兴奋得

两眼发光，弯腰从地上操了块石头，大吼一声冲了进去，想把人家们吓跑。谁知一进门便被

人家设下的绳索绊倒，重重地跌了个狗吃屎，随即一根麻绳像蛇一样地把他缠了个结实。只

听其中一个年长的说：“早就等上你这个忤逆不孝的王八蛋了，还想得宝葫芦哩，给你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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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枣木楔子吧。来，把狗东西的屁眼里给美美地插上，回去叫他老婆拔去吧。”在老大的哀

求和惨叫声中，他的屁眼门子上，果真被插入一个又尖又硬的枣木楔子，疼痛难忍，鲜血直

流。在人家们的哄笑声中，他哎吱哎呀地逃出了庙门，一路呻吟着，一路小跑着…… 

到了自家的门口，因上身被绑着不能敲门，只好用肩膀去顶，里面关着，他一边顶一边

哭 

哀哀地叫喊道：“啊呀呀，老婆老婆快开门，枣木楔子楔死人，啊呀呀，楔得祖爷钻心

疼… 

…” 

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件事，有的人见了老大后，便故意念叨“老婆老婆快开门”，把个

老大羞得脸比猪肝还紫。 

 

倒 失 鬼  

 

汾阳人往往把喜欢恶作剧的人笑骂为倒失鬼，这种人惹人气、惹人恼、惹人嫌、惹人骂，

但未必惹人恨。 

有个倒失鬼已经娶了媳妇，按说该是到了懂事的年龄，不应再去弄什么荒唐事了，但这

倒失鬼却说：“要叫我死巴巴地憋住气活，还不如给我根绳绳上了吊哩。没听老人们说吗，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若要改，除非枕头煨了灰。” 

有一天，他在外村中碰到一个卖花盆的人，花盆这东西又叫瓦盆，是烧制而成，底子上

都有一个窟窿眼，为的是水浇多了能漏掉，以防根部沤烂。人家挑着一担子花盆，大的套小

的，一圈一圈的怪生沉。有个妇女想买两个小花盆，卖花盆的觉得买卖小所以不让价，还一

手托起个小花盆，另一手操起根早已准备好的小木棍“当当”敲了几下，口口声声说他的花

盆同别人的不一样，泥土好，火色足，别人的用上三年就碱烂了，而他的用十年也没问题。

结果买卖没做成，那妇女撇着个嘴巴走了。倒失鬼听得有点不入耳，不就是个瓦盆吗，怎还

能死咬住是一口价？你敢是皇上？金口玉牙，说甚是甚，谁也不敢多吭一声?他本来已经走

过去十几步了，却又弯回来对卖花盆的说：“你这花盆有没啦多眼眼的哩？”卖花盆的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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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过这样的买主，遂出言不逊道：“人还是一人一个屁眼门子，你要那么多眼子渎欠甚哩？” 

倒失鬼一本正经地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价钱是你说了算，东西是我说了算，你 

要没有，我走我的道就是了。”卖花盆的好不容易遇上个大口气的买主，就问：“你要多

少？” 

倒失鬼说：“一担子，你能挑动多少就要多少。”于是，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说好了

价钱。 

卖花盆的要订金，倒失鬼指着斜对面的一家很讲究的街门说：“你也不看是什么下家，

我就是这家的采办，花上百两银子都不在话下，何差你这几个小钱？你息心些送吧，一文钱

也少不了你的，说你的货吧，到时可是一个一个地敲哩，破声卜塌的一概不要。”卖花盆的

一看这家是高墙大院，柱柱门楼圆大门，知是有钱人家，又听了倒失鬼的一番底气很足的话，

也就不再理论什么了。二十多天后，卖花盆的挑着一担子多眼眼的大小瓦盆进了这家的大门，

对里面的人说你家订下的瓦盆送来了，是你家的采办订的。人家说我们 

家没有什么采办，倒是有管家哩。结果把管家找来，卖花盆的人一看眉眼不对，情知不

妙， 

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还算这家富人不赖，低价买了这担子多眼眼的瓦盆，告下人说

垫上 

些碎瓦片凑合着用吧，手艺人挣俩钱不容易哩，何况又受了人的捉弄。有一回倒失鬼赶

集，看见一个可怜巴巴的老婆婆想问一个卖鸡蛋的买一颗，卖鸡蛋的说两文钱一颗，而老婆

婆手里只有一文钱。卖鸡蛋的带着嘲笑的口吻说：“一文钱就想买 

一颗鸡蛋？哼，你看我吃吧。”倒失鬼见状，从身上摸出一枚铜钱送到老婆婆手里，卖

鸡蛋的这才给老婆婆拿了颗不大不小的蛋。倒失鬼看在眼里，骂在心里：“哼，看你也是个

吃尸求毛大锯解的小气鬼，连一颗大一点的鸡蛋还舍不得给个穷老婆子，今儿非叫你难受难

受不可。”他蹲下身来拿起一颗鸡蛋对着天上的太阳看了看，整个鸡蛋在阳光的照射下呈橙

黄 

色，他和颜悦色地对卖鸡蛋的说：“行，你这鸡蛋是新的，没啦息了黄，打荷包蛋没问

题。”他所说的“息黄”，是指鸡蛋放得时间长了后，里边的蛋黄会呈稀散状。卖鸡蛋的一听

这话来了劲：“伙计，还算你有眼力，这些鸡蛋不光是新蛋，有不少还是头鸡蛋，那营养可

是足哩。不信你看看，这蛋上还带的血丝哩。”他所炫耀的“头鸡蛋”，是指母鸡生的第一颗

鸡蛋。 

卖鸡蛋的人面前放着一个小木桌，是白楂的，也是卖的货，旁边放着一只双系系的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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